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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 IAL SC IEN CE SE CT I ON

雷锋塔创建记

— 关于吴越王钱椒所书雷锋塔跋记的解读

路秉杰

摘 要 杭州市拟重建雷峰塔
,

该塔到底是啥样的
,

引起各界关心
。

本文从难见引用和说明的角度
,

对

咸淳临安志载吴越王钱椒记进行了解读和分析
,

并得出了八角七层楼阁式塔的明确结论
,

为重建雷峰塔提

供了最初创建时的最可靠的依据
。

关键词 泰嗣巫图 梯呈初志 姑从七级 围绕八面

因参与杭州西湖雷峰塔恢复重建可行性

研究工作
,

得以考察有关文献
、

实物之便
,

发

现过去许多文献
,

颇多传闻和不清不实之词
,

似又皆可用吴越王钱椒所书雷锋塔
“

跋记
”

来

说明
。

只是此文流传不广
,

少为人知
,

特介绍

于后以供参考
。

一
、

近编《西湖志》与俞平伯引文

从今人施奠东主编 《西湖志》 可知 :
目前

所见关于雷峰塔的最详尽历史资料的整理与

考证者为近人俞平伯先生
,

他是浙江大学者

俞械 ( 182 1 一 190 7 年 )的第四世孙
。

当 19 24 年

9月 25 日下午一时半雷峰塔倒掉时
,

他与夫

人许宝驯正住在西冷桥东俞楼上
,

是亲眼 目

睹雷峰塔倒掉的人
。

千年胜迹
,

一旦纪后
, “

尚

未见有详确之考证
” ,

甚可惜也
。

这是他们于

三年半后的感叹
。

又
“

惧其愈久而且泯灭也
” ,

遂有
“

雷锋塔考略
”

一文之产生
。

根据
“

考略
”

可知
,

关于雷峰塔的最早最准确的记载应是
“

吴越王钱椒记
”

一文
,

因记在经文的末尾故

又称
“

跋
” 。

这是钱椒为创建雷峰塔安藏华严

经而写的记
,

刻于石上
,

原藏于塔内
。

可惜早

已不存
,

但记文尚载
“

咸淳临安志
”

(咸淳 4
,

12 68 ) 卷八二中
。

因此文是揭开雷峰塔恢复
、

重建之关键所在
,

兹据俞平伯引文全录之
,

以

供共同分析
、

研究
。

二
、

原文

吴越王钱椒记

敬天修德人所当行之川椒泰嗣玉 图承平兹

久虽未致全盛可不上体祖宗师仰瞿昙氏慈忍力

所沾溉邓凡于万机之暇 口 不辍诵释氏之书手不

停披释氏之典者盖有深 旨焉诸宫监尊礼佛螺髻

发犹佛生存不敢私秘宫禁中恭率宝贝创率波于

西湖之浒以奉安之规撼宏丽极所未见极所未闻

宫监弘愿之始以千尺十三层为率爱以事力未充

路秉杰 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
、

博士生导师

姑从七极梯是初志未满为谦计砖灰土木油钱瓦

石与工艺像设金碧之严通全豁戈六百万视会稽之

应天塔所谓许元度者出没人间凡三世然后圆满

愿心宫监等合力于弹指项幻出宝坊信多宝如来

分身应现使之然耳顾元度有所未逮塔之成日又

镌华严诸经围绕八面真成不思议劫数大精进幢

于是合十指爪而赞叹之塔 曰黄妃云吴越国王钱

椒拜手谨书于经之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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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标点

原文不长
,

连头带尾共计 2 93 字
。

生辟

的难词
、

难字
、

用典不多
,

但还是有一些
,

真正

全部弄通亦不敢说易
,

当然关键的关键首先

还是断句标点
,

姑尝试之
。

吴越王钱椒记

敬天修德
,

人所 当行之
。

月椒泰嗣王 图
,

承平兹久
,

虽未致全盛
,

可不 上体祖宗师仰瞿

昙氏慈忍力所沾溉耶 ? ! 凡于万机之暇
,

口 不

辍诵释氏之书
,

手不停披释氏之典者
,

盖有深

旨焉
。

诸宫监尊礼佛螺誉发
,

扰佛生存
,

不敢

私秘宫禁中
。

恭率宝贝
,

创牢波于西湖之浒
,

以奉安之
。

规换宏丽
,

极所未见
,

极所未闻
。

宫

监弘愿之始
,

以千尺十三层为率
,

爱以事力未

充
,

姑从七极
。

梯是初志
,

未满为谦
。

计砖灰土

木油钱
、

瓦石 与工艺像设金碧之严
,

通婚钱六

百万
。

视会稽之应天塔
,

所谓许元度者
,

出没

人间凡三世
,

然后 圆满愿心 ;宫监等合力于弹

指顷
,

幻 出宝坊
,

信多宝如来分身应现使之然

耳 !顾元度有所未逮
。

塔之成 日又镌
“

华严
”

诸

经
,

围绕八面
,

真成不思议劫数大精进幢
。

于

是合十指爪 而赞叹之
。

塔 曰黄妃云
。

吴越国王钱椒拜手谨书于经之尾

四
、

解读

吴越国名
,

是指五代十国之一的吴越国
,

都杭州 ; 自西纪 8 95 年立 国至 978 年归宋
,

共

立国 84 年
,

三世五王
。

开国王钱铐
,

第五代王

为钱椒
。

吴越王钱椒 ( 9 29
一 9 88 ) : 旧五代史

、

新五代史及宋史吴越钱氏世家皆有传
。

本名

弘椒
,

因避宣祖偏讳而名椒
。

为钱锣之孙
,

钱

元灌之第九子
,

为第五代吴越王
,

在位三十二

年 ( 9科
一 976 )

,

于太平兴国三年 ( 9 7 6) 纳土归

宋
。

史载其
“

甚俭素
” 、 “

性谦和
” 、 “

颇知书
,

雅

好吟咏
” ,

崇信释氏
,

前后造寺数百
,

归朝又以

爱子为僧
。

另宋志盘撰
“

佛祖统纪
”

卷四十三
:

“

吴越王钱椒天性敬佛
,

慕阿育王造塔之事
,

用金钢
、

精钢造八万四千塔
。 ”

历史事实也证

明他在位时吴越国确实建造了许多佛寺
、

佛

塔
、

佛教造像及刻经
。

正文首句
: “

敬天修德
,

人所当行之
” 。

这

是立论的基础
,

是当时中国人儒家传统观念
,

人是天地的产物
,

应该敬天法地
,

修养德行
,

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行为
。 “

刻经造塔
”

也

是
“

敬天修德
”

的一种行为
,

也是应该做的
。

“

捌
” : S he n ,

况也
。

连词
,

表示更进一层
。

“

椒
” :
钱椒自称

。

“

泰嗣 王 图
” :
吞

,

辱居高位之谓
,

自谦

词
。

嗣
,

继也
、

续也
。

巫
,

大也
。

工基
,

帝王之

位
。

图
,

谋也
,

度也
,

计议也
。

不才我恭谨地承

继了吴越国大谋大业 (王位 )
。

“

承平兹久
” :
兹

,

年也
,

时也
。

承受太平时

间已久
。

“

虽未致全盛
” : 虽然未能达于全盛状态

,

因为钱氏只是偏安于一隅
,

故有此语
。

“
可不上体祖宗

、

师仰瞿昙氏慈忍力所沾

溉耶
” :

瞿昙氏
,

古来佛五种姓之一
,

新称乔答

摩
,

旧称瞿县
,

佛家之义也
。

这是一个对上半

句的反问句
。

怎么不能说是尊奉祖宗师从佛

家慈悲
、

忍耐的光辉雨露滋润的一种结果

呢 ? !

“

凡于
” :
大凡于

。

“

万机之暇
” : 国王 日理万机之余暇

。

“ 口 不辍诵释氏之书
:
手不停披释氏之典

者
” : 口中不断地诵念释迩牟尼的书

,

手中不

停地翻阅释迩牟尼的典籍
。

这里是说吴越王

潜心佛学的状况
。

“

盖有深旨焉
” :
旨

,

意也
,

志也
。

之所以这

样钻研佛学
,

那是因为有非常深厚意义的
。

“

诸宫监尊礼佛螺髻发
,

犹佛生存
,

不敢

私秘宫禁中
” :
诸宫监

,

即各宫后妃太监
,

合称

宫官
。

吴越王宫中各位后妃宫官都非常尊礼

释迎牟尼的螺旋形 的发髻舍利
,

它代表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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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存在
,

因此我不敢 自私地秘密地藏在宫

中
,

应该把它公诸于众
。

“

恭率宝贝创率波于西湖之浒
,

以奉安

之
” :
所以才恭恭敬敬地举奉着佛舍利创建佛

塔于西湖之滨
,

用来尊奉和安置这种佛舍

利
。

牢波即伞堵婆
,

塔之梵语音译 ;浒
,

水崖
。

“

规穗宏丽
,

极所未见
,

极所未闻
” :
樵同

模
。

说明塔之规模宏大
、

雄壮
,

装饰华丽
,

达到

了极点
,

是空前未有的
,

故言
“

极所未见
,

极所

未闻
” 。

“

宫监弘愿之始
,

以千尺十三层为率
,

麦

以事力未充
,

姑从七极
” :
吴越王宫中后妃宫

官宏大志愿的开初
,

打算以高达一千尺
、

十三

层为目标
,

但是后来实施时因人事
、

财力
、

物

力的条件不够充分
,

只好姑且迁就
,

仅做七级

就停止了
。

“

梯是初志
,

未满为谦
” :
梯

,

古语有梯山

航海之 ;昊
,

通悯
、

憨
,

即慈憨
、

慈悲之义
,

转而

为慈氏佛教徒
、

修行者
。

梯昊
,

义同跋山涉水
,

转为努力之意
。

使得努力修行的信徒们的最

初愿望未能满足
,

甚以为歉疚
。

“

计砖灰土木油钱
,

瓦石与工艺像设金碧

之严
,

通婚钱六 百万
” :
说明所用材料种类与

费用
,

以及瓦石工艺像设装演的金碧辉煌而

庄严
,

总计用当时通行的货币— 络钱六百

万
。

“

视会稽之应天塔
,

所谓许元度者
,

出没

人间凡三世
,

然后圆满愿心
” :
与绍兴城内塔

山上之应天塔 (今存
,

但为明代重建之物 ) 比

较
,

信徒许元度发愿修塔经历三世转生努力

才得以完成
。

“
宫监等合力于弹指顷

,

幻 出宝坊
,

信 多

宝如来分身应现
,

使之然耳
” :
我们宫中人等

同心合力在很短的时间内
,

就奇迹般地建成

了金刹宝塔
,

使人们相信这确实是多宝如来

分身应现造成的结果
。

“

顾元度有所未逮
” :
反顾许元度

,

在这一

点上连他也有赶不上我们的地方
。

“

塔之成 日
,

又镌
`

华严
’

诸经
,

围绕八面
,

真成不 思议劫数大精进幢
” :
塔成之后

,

又立

即镌刻了以华严经为首的各种佛经
,

围绕着

塔内壁镶嵌在八面墙上
,

整个塔成了一个以

华严经为首的各种佛经的精致华丽 的大经

幢
。

“

于是
,

合十指 爪而赞叹之
,

塔 曰黄妃

云
” :
这样一来我们就只有将十个指爪合在一

起礼拜致和赞诵感叹了
。

它就叫黄妃塔吧 !记

此为止
。

最后这个
“

云
”

字
,

应是语助词
,

犹
“

如

是而已
” 。

看来黄妃塔应是塔的正式名称
,

是

由造塔者吴越王正式命名而刻在石头上镶嵌

在塔内的唯一一个见诸文献的正式名称
。

为

甚么这样命名
,

吴越 国王钱椒并没有说明
,

大

概是因为前面有一句
“

泰嗣巫图
” ,

将
“

泰
”

等

同于
“

添
” ,

将
“
嗣

”

等同于
“

子
” ,

遂有
“

黄妃生

子
”

之说
,

恐怕是一种误解吧 !

“

吴越国王钱椒拜手谨书于经之尾
” :
看

来此记是书写于以华严为首的诸种佛经的末

尾
,

堂堂的吴越国王在这里显得是多么的毕

恭毕敬
。

五
、

今译

吴越国第五代国王钱椒为黄妃塔所作记文

人是天地的产物
,

应该敬天法地
,

来修养

自己的德行
,

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行为
。

刻

经造塔也是
“

敬天修德
”

的一种行为
,

也是应

该做的
。

更何况我钱弘椒恭谨地承奉王位
,

承

受太平已很久
,

虽然未能达于全盛状态
,

可也

不能不说是尊奉祖宗推崇佛家慈悲
、

忍耐的

光辉雨露滋润的一种结果吧 ?! 大凡于国王 日

理万机之余暇
,

口中不断地诵念释迎牟尼的

书
,

手中不停地翻阅着释迎牟尼的典籍
,

那是

因为有非常深厚的道理的
。

联吴越王宫中各

位后妃宫官都非常尊礼释迩牟尼的螺旋形的

发髻舍利
,

它代表佛的生存存在
,

因此我不敢

自私地秘密地藏在宫中
,

应该把它公诸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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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

所以才恭恭敬敬地举奉着佛舍利创建佛

塔于西湖之滨
,

用来尊奉和安置这种佛舍

利
。

塔之规模宏伟壮丽
,

达于极点
,

真是见所

未见
,

闻所未闻
。

联官中后妃宫官宏大志愿的

开初
,

打算以高达一千尺
、

十三层为目标
,

但

是后来实施时因人事
、

财力
、

物力的条件不够

充分
,

只好姑且迁就
,

只做了七级就结束了
。

未能满足努力修行的信徒们的最初愿望
,

甚

以为遗憾
。

计砖灰土木油钱
,

瓦石与金碧辉

煌
、

庄严妙相的工艺像设
,

通统用去络钱六百

万
。

与绍兴城内塔山上之应天塔 (今存
,

但为

明代重建之物 )比较
,

信徒许元度发愿修塔经

历三世转生努力才得以完成
。

我们宫中人等

同心合力在很短的时间内
,

就奇迹般地建成

了金刹宝塔
,

使人们相信这确实是多宝如来

分身应现造成的结果
。

反顾许元度
,

也有所不

及
。

塔成之后
,

又立即镌刻了以华严经为首的

各种佛经
,

镶嵌在塔内八面墙上
,

整个塔成了

一个以
“

华严经为首的各种佛经
”

的精致
、

美

丽的大经幢
。

这样一来我们就只有将十个指

爪合在一起致敬致礼而赞诵感叹了
,

这座塔

就叫黄妃塔吧 !如此而已
。

吴越国王钱椒礼拜沐手恭谨地书写于诸

佛经之尾部
。

、

/ 、 、 分析

以上所述
,

证之以今天之考古发掘
,

大江

南北所得宝筐印塔皆为钱椒所造
,

钱椒极度

崇佛是一点也不假的
。

如此虔诚的佛教徒为

刻经造塔写记当是可信的
,

故此
“

吴越王钱椒

记
”

绝非伪托假冒
。

虽未署具体年月
,

事在塔成之 日
,

却是很

明确的
,

而且还有用工用料的总计费用六百

万络钱
。

如果不是塔成之 日这些统计数字是

出不来的
。

塔成于何日?从文献上很难找到确

切结果
,

从考古遗物倒不难找到线索
。

雷峰塔倒塌后
,

发现砖有数种
,

一般为实

心砖
,

长一尺二寸
,

宽八寸
,

厚三寸
。

据今人汪

士伦
“

吴越浮屠匠心独具
”

文载
:
塔砖上刻 (模

压 ? )有
“

壬申
”

字样
,

这是北宋开宝五年的干

支纪年
,

西纪 972 年
。

这是烧砖时间
。

一部分

塔砖侧面模压出捐助造塔者姓氏
,

如
“

吴王吴

妃
” 、 “

吴子吴妃
”

等
,

另一面则模压佛像
。

还有的侧面有圆孔
,

口径六分
,

深四寸
,

中空
,

内藏
“

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筐印

陀罗尼经
” ,

长四寸
,

宽二寸
,

白绵纸刻印
。

刻

有
“

乙亥
”

字样
,

当在开宝八年 ( 9 7 5)
。

雷峰塔

倒塌后发现的木刻《宝筐印陀罗尼经》被西湖

志列为西湖出土文物之首
。

全卷长七百二十

点五厘米
,

高二十九点八五厘米
。

卷首刻
“

天

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造此经八万四千卷

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 日记
”

题记

和供养佛图
。

经文凡二百七十一行
,

行十字
。

皮纸印刷 (浙江省博物馆现有收藏 )
。 “

乙亥
”

较
“

壬申
”

晚两年
,

即间隔
“

癸酉
” 、 “

甲戌
”

二

年
。

因为藏经是藏在砖穴内
,

在砌筑前预先装

好
,

砌筑后不复再见
,

故塔的建造必在此后
。

因为刻经在前
,

建塔在后
,

尚未正式命名
,

只

有用所在位置称呼
。

塔内还藏有
“

塔图
” ,

并署

名
“

王承益
” ,

刻于
“

丙子
” 。

乙亥
、

丙子是连接

的两年
,

即西元 9 75
、

976 年
,

但在王朝纪年上

正巧发生变化
,

由宋太祖的开宝八年变成了

宋仁宗的太平兴国元年
。

之所以这样刻法而

不用赵宋王朝也不用吴越王朝的纪年
,

那是

因为钱椒尚未纳土归宋
。

钱椒纳土归宋是两

年以后的戊寅年
,

即太平兴国三年
,

西元 978

年
。

所以
,

钱椒的华严经题跋必在戊寅之前
,

而在戊寅之前丙子之间就只丁丑一年
,

即西

元 977 年
,

看来作记之 日非此莫属
,

也就是塔

成之日非此莫属
。

因此将塔成之日定为太平

兴国二年
,

即西元 977 年
,

最多也不会相差半

年
,

因为钱椒
“

纳土归宋
”

是 978 年 6 月的

事
。

看来在这之前钱椒已认识到归宋是不可

抗拒的大势所趋
,

但总还有个酝酿过程
,

钱椒

在题跋后不署年号与日月也不是简单地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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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
,

是有另一种苦衷的
。

因此我认为塔成之 宋
,

不可能再称王称妃
。

日为丁丑年
,

即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
。

既不 从倒塌后发现的这些塔砖
、

藏经的纪年

能早
,

早了尚未刻经 ; 也不能迟
,

迟 了就已归 文字
,

可依时间顺序列表如下
:

壬壬申年年 北宋太祖开宝五年年 西纪 97 2年年 塔砖刻字字

祭祭酉年年 北宋太宜开宝六年年 西纪 97 3年年 无发现现

甲甲戌年年 北宋太祖开宝七年年 西纪 97 4年年 无发现现

乙乙亥年年 北宋太祖开宝八年年 西纪 975 年年 塔藏刻经经

丙丙子年年 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年 西纪 97 6年年 塔藏刻经及塔图图

丁丁丑年年 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年 西纪 977 年年 推断塔成之日日

戊戊寅年年 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年 西纪 978 年 5月月 钱椒纳土归宋
,

昊越国亡亡

从这个时间序列看还是很通畅的
,

完全

紧密相连
,

绝无抵悟之处
。

西元 972 年开始烧

砖
,

假定此塔规模与现存六合塔同
,

砖塔身对

边距为 22
.

33 米
,

则其底面积为 S = 0
.

8 2 h8 =

41 2
.

86 平方米
,

第五层对边距
== 巧

.

63 米
,

S 二 202
.

2 8平方米
,

塔身通高 45
.

13 米 ; 可求

出八角台体体积 V = 13 880 立方米
,

以虚实各

半计算得 6 940 立方米
,

以每砖长 37 厘米
,

宽

25 厘米
,

厚 9 厘米
,

加上灰缝
,

每砖砌筑体积
= 0

.

01 巧 8立方米
,

每立方米砌体容 86
.

36 块

砖
,

则需 5 9 9 33 8 块砖
,

近 60 万
。

如此多的烧制

量需要时 日
,

故 2 年之后才开始刻经
,

一面

刻
,

一面印
,

一面藏人砖内并用木塞封 口
,

一

面即可砌筑塔内
,

至西元 9 77 年迎来了塔成

之日
,

才请国王书写题记
,

因是写在诸佛经之

尾
,

故可称
“

跋
” 。

这就是我们根据塔砖
、

藏经

纪年所罗列出的事实
。

以前各文献所以记载

含混
,

是因为塔尚未倒
,

诸多纪年无从发现
。

塔倒以后文人又长期只注重文献的收集网

罗
,

没有注意到钱椒记文的重要
,

因此陷人到

诸多文献的比较
、

考证
,

终于没得一是
。

这样我们也就把雷峰塔当初创建的经

过
、

目的
、

规模
、

形式
、

特征
,

乃至于花费几何
,

基本上都搞清楚了
。

七
、

结论

所以说这篇文字等于雷峰塔的创建记
,

是十分重要的
,

以后各书的文字多出自此文
,

不过各取所需
,

略加增删而已
。

它明确地告诉

我们
:

1
.

造塔主是谁? 是以吴越王钱椒为首的

吴越王宫中后妃宫官们
。

2
.

造塔的直接 目的是为了安奉佛螺髻

舍利和藏经
。

3
.

造塔的间接目的是敬天修德
。

4
.

塔的形式
:
本来的确打算建造高千

尺
,

约合 300 余米
,

后因事力不充
,

仅建了七

级就结束了
。

5
.

塔的规模
:

宏伟壮丽
,

极所未见
、

闻所

未闻
。

6
.

塔的内容
:
塔之成 日

,

又镌华严诸经
,

围绕八面
。

7
.

塔的名称
:
黄妃塔

。

8
.

塔之成 日 :
自

“

壬申
”

烧砖
, “

乙亥
” 、

“

丙子
”

刻经
,

塔之成日作记
,

皆在
“

戊寅
”

五月

纳土归宋之前
,

唯有
“

丁丑
” ,

即北宋仁宗赵光

义太平兴国二年
,

西元 977 年
。

至于
,

最后如何形成倒塌前那种样子的
,

又有另一番经历
,

待补
。

(有关吴越王钱椒时期的雷峰塔复原图
,

可参阅本期封三图件
。

)


